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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3个条件即可入户广州

具体来看，这三个条件分别是：
拥有国内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科学历（无学士学位），或

拥有国内普通高校全日制大专学历，或技师学院全日制预备技
师班、全日制高级工班毕业人员；

申报时年龄在28周岁及以下；
申报时须在差别化入户实施范围区域内连续缴纳社会保险

满12个月。
需要注意的是，差别化入户政策，仅限增城、从化、花都、南

沙、黄埔、白云、番禺7个区域。天河、越秀、海珠、荔湾不支持。
据悉，在广州市差别化入户实施范围内就业或创业，且同时

符合入户条件的人员，可将户籍迁入广州市，其配偶、未成年子女
亦将被准许随本人同时入户广州。值得注意的是，符合条件者及
其家人仅可在差别化入户实施范围内的行政区办理登记入户。

在此之前，广州已经是一线城市中落户门槛最为宽松的城
市。根据2022年7月印发的最新版《广州市引进人才入户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取消了全日制本科生、中级职称人员等入户的
社保参保年限限制，在广州市有参保记录即可落户。同时明确，
广州市在职人才入户采取“移动端申报+全流程网办”的形式，审
核时间进一步压缩至15个工作日。这也意味着，在有参保记录
的前提下，只需要15天，应届毕业生便可成为新广州人。

如今，在这一基础上，广州市7个外围城区更是将入户学历
门槛降至大专学历，有望进一步增加对年轻人入户的吸引力。

“从制造大市迈向制造强市，广州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人才的
支撑，城市间的竞争也是如此。”此前多次向广州提议放宽人才
落户政策的专家表示，此次广州放宽落户政策，有助于吸引更多
年轻人才聚集。同时，打开广州7个外围城区的落户恰逢其时。
广州外围城区近期服务水平不断提升，这些区域招商引资、新创
企业不断，也给年轻人带来了就业条件。

广州20年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

广州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广州常住人口
1873.41万人，广州20年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

据了解，在2010年至2021年间，广州市常住人口总量增加
了610.10万人，年均增长3.63%。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末广州市常住人口相比2021年末减
少7.65万人，下降0.41%，其他一线城市同样出现了常住人口负
增长的趋势。

另据城市进化论，此前深圳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
末，深圳常住人口为1766.18万人，而2021年末，深圳全市常住
人口为1768.16万人，一年时间减少1.98万人。

此外，2022年，上海人口减少13.54万人，北京人口减少4.3

万人。这也意味着，四座一线城市去年常住人口均出现负增长，
合计减少超约27.5万人。

而深圳、广州的负增长，似乎有更多“转折”意味。要知道，
六普到七普的十年间，深圳、广州常住人口分别增长713.65万
人、597.58万人，是全国增量最高的两座城市。2022年的负增
长，是深圳自1979年建市以来常住人口首次下降，对广州同样
罕见。

不过，今年以来，广州依然对年轻人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
根据最新发布的《2023年毕业季调研数据报告》显示，“00后”毕
业生首选工作城市中，广州排名最高，占15.0%。

放宽落户门槛利好产业人才结构

公开资料显示，2022年，广东制造业总产值突破16万亿元，
全部制造业增加值4.4万亿元，占全国的八分之一强。同年，广
州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超过2.3万亿元。中国工业十强城市
中，珠三角占了四席，广州是其中之一。如何在制造业资源“争
夺战”中力争上游，吸纳更多的年轻劳动力，对坚持“制造业立
市”的广州至关重要。

而除传统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广州高端服务业也面
临人才缺口。今年5月，广州市人社局发布“2023年第一季度广
州需求大于求职‘最缺工’的30个职业排行”，其中社会生产服
务和生活服务岗位占比超三分之二。

外围城区承载着广州市众多传统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对年轻劳动力特别是青年技能人才的需求较大。相较城市化率
已达100%的中心城区，外围城区有更大的承载能力。其更低的
生活成本，也便于外地年轻人安家落户。对人才的需求缺口，也
能为年轻人提供较大成长空间。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表示，这次
广州市放宽外围城区落户门槛，对整个广州产业人才结构是大
利好，同时对城市人口年龄结构也有改善作用。

黄石鼎称，广州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新兴产业，抑或是高
端服务业，现在都需要大量的技能型工作者。大量年轻人的到
来，会产生非常好的集聚效应。一方面会为产业发展提供稳定
的人才来源，另一方面会推动更多新产业、新活动的诞生。从广
州人口分布来看，外围城区人才储备相对薄弱。吸引青年技能
人才落户，能为外围城区带来新活力，助力广州城市建设发展。
但想要在人才竞争中获得优势，放宽落户限制仅仅只是第一步，
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第二步。

他表示，广州市放宽外围城区落户限制恰逢其时，现在中心
城区公共服务水平已相对较高，外围城区公共服务水平近年来
提升显著，能在为年轻人提供就业的基础上，给他们提供良好的
生活环境，带动青年技能人才在广州长期定居。

黄石鼎还表示，青年技能人才的到来，会对广州市城市建
设带来一定挑战。未来能否把优质的公共服务从中心城区扩
散到外围城区，将成为广州市在城市间人才竞争中取得优势
的关键。

近几年，很多城市如武汉、西安、
长沙、成都、郑州、济南等先后掀起了

“抢人”大战，通过放宽落户条件、提供
购房补贴等方式吸引人口迁入。

早在去年，长沙便已放宽人才落
户限制，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在长沙
就业人员可即时申报落户，享受在长
沙购房资格。

今年 4 月 12 日，泰安市全面取消
城区、城镇落户的条件，以群众申请为
主，不附加任何条件，按照自有住房、
近亲属房屋、单位（人才）集体户、租赁
房屋、社区集体户的顺序分类进行登
记常住户口。5月27日，沈阳市发布
新政，新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在省内
其他市就业并缴纳社会保险的，可以
将户口落在沈阳市。

5月20日，上海市委组织部常务
副部长、市委人才办常务副主任曹远
峰在上海创业青年 50 人论坛上提
到，上海市近年来一直在优化人才
落户政策，这样来提高对青年人才
开放度和集聚度。其中包括留学生
直接落户、博士生直接落户、优秀人
才直接落户等政策。

而近日，浙江省放开放宽农业
转移人口落户条件，全省（杭州市
区除外）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
确保外地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
落户标准统一，试行以经常居住地
登记户口制度，落实合法稳定住所
（含租赁）落户及配偶等直系亲属随
迁政策。

杭州市区进一步完善积分落
户政策，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连
续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逐
步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推行
全省范围内社保缴纳、居住时间
等户籍准入年限累计互认，逐步
拓展到长三角区域内累计互认。

“抢人大战”进入白热化，大
城市如何才能吸引年轻人？“新一
代的年轻人对于工作、生活平衡
性的追求使得单单提供就业和创
业机会还不够。”上海财经大学教
授周照表示，“一是持续提供高质
量的就业和创业机会，二是需要
打造宜居生活环境。”

“不仅仅是破土而出，而是要
长成参天大树。”上海财经大学教
授劳帼龄表示，“在选择就业创业
的时候，青年人更多地是考虑能够
在合适的土壤中‘破土而出’，将来
还要有机会长成参天大树。”

“年轻人口比重、青年的活力，
是衡量城市活力最重要的指标之
一。”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
雄说。善借时代之力，方能在道阻
且长的前途中乘风破浪。

据每日经济新闻

近日，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了一份关于公开征求《广
州市差别化入户市外迁入管理办法》意见的通告。根据征求意见稿，同
时满足全日制大专学历等三个条件，即可入户广州。

二十年来首次人口负增长
广州七城区放宽落户门槛

28岁以下大专学历缴满1年社保即可入户

延伸

各地争相取消
或放宽落户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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